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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满意度调查表的试编及其在老年人中的试用

许淑莲 蒋 龙
。

吴志平

(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)

婚姻满意度是影响人们心身健康的重要因索之一
,

夫妻恩爱又是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

原因
,

这已为实践所证明
.

国外有一些关于家庭婚姻的研究
,

其中有少数是有关老年婚

姻的
。

我国近年来也有少数老年家庭和婚姻的调查
,

但关于老年婚姻满意度的尚未见到报

道
。

本研究的目的是
: 1

.

参考国外有关调查表
,

试编适合我国情况的
‘

婚姻满意度调查

表
” .

2
.

将调查表试用于老年人
,

了解我国城市老年人婚姻满意度及其有关因索的概况
.

方 法

一
、

调查表的编制
:
首先走访了部分街道妇联

、

居委会
、

干休所
,

调查了解老年夫

妻关系有关因素及存在问题
。

参考0 1。on
.

F。u r ni er 和Or u 。切
。。
的增强型的

‘

增强与培育关

于问题
,

沟通与幸福
”

量表以及M。。。的
‘

家庭环境量表 (FES )
’ ,

并根据调查情况自拟

了若干问题
,

合计 13 个分量表
,

(内含
‘

掩饰
”

量表一个) 共15 6题
.

对 10 老人进行预试
,

得4份完整资料
。

再根据预试结果
,

经过再三斟酌讨论
,

筛选编制成包括 13 个分量表
,

1”个问题的
“

婚姻满意度调查表
” .

各分量表为 :( l) 掩饰 (LS)
,

(2) 婚姻满意度总评 以S)
、

(3) 世界观 (wo)
、

(4) 个性 (PY)
、

(5) 经济管理 (rM)
、

(日感情表达 (FE )
、

(协理解信任

(MU)
、

(8) 性关系 (SR )
、

(9) 矛盾解决 (CR)
、

帕家庭内聚力 (FS)
、

曲闲暇活动 (LA )
、

幼子孙教育 (EC)
、

心亲朋关系 (Rr )
.

其中个性量表 12个项目
、

婚姻总评量表 11 个项 目
,

其余分量表均为10 个项 目
.

总评量表中除 l个项目为 ¾(力 两个分量表的相应概括性总评

题 目外
,

其余每个项 目为一个相应分量表的概括性总评
.

问卷应答方式分为
‘

非常不符
.

‘

不符
” 、 ‘

符合
” 、 ‘

非常符合
”

四种任选一种画寸 回答
,

正向问题得分相应为
“ 0 、

l 、 3 、 4 、 ” 。

二
、

问卷调查

调查工作由老年大学
、

妇联
,

居委会
、

干休所协助进行
.

要求调查人员态度自然
,

说

明填表是不记名的
,

尽量解除老人的顾虑
,

要求双方 ( 如果夫妻双方参加调查) 按指导语

各自独立填写
。

三
、

被试状况

被调查者限制于高小文化程度以上
,

“岁或以上的男女老人
.

来源于北京市两个老年

大学
、

三个居委会
、

一个千休所
.

发出间卷48 0份
,

收回262份
,

回收率“
.

“%
.

回收问

卷有 10 题或以上未答者作为废卷剔除
,

再以Ls 量表为标准
,

大于Ls 平均数加两个标准差者

蒯去
,

实得有效调查表 206 份
。

调查于 19 8 8年秋
、

冬进行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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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试平均年龄“岁
,

最小“岁
,

最大78 岁
.

男”人
,

女1 14 人
.

原职业科教人员“人
,

干部80 人
,

工人”人
,

不 明卜人
.

文化程度大学 1 0 3人
,

高中100 人
,

初中及小学3人
,

个人

平均月收入 16 7
.

87 元
.

原配婚姻18 5人
,

再婚18 人
,

不明习
.

健康状况非常健康 3 2人
,

一

般峥二人
,

不够健康 4 : 人
,

不明10 人
.

退休盯人
,

离休7人
,

不明”人
.

生活来源靠退休

金生活者n 匀人
,

其他来源者14 人
,

不明l , 人
.

与子女同住的1”人
,

与子女分住的的人
,

不明加人
.

夫妻年龄差夫大于妻与岁及以上者”人
,

年龄相同或大于6岁以下者“人
,

妻

大于夫者”人
,

不明‘人
.

现在业者3 4人
,

无业者l”人
.

结 果

一
、

t 表特征 :

1
.

信度 : (. ) 各分量表间的相关见表 1
.

可见各

表 1
.

各分量表间相关 (。
二 2 0 6)

勺0 PY 川 FE 诩 SR CR FS LA EC RP MS

加 1
.

0 0 0 0
.

6 8 0 8
,

6 ? 0 8
,

6 0 48
,

6 2 4 7
,

5 2 05
,

7 17 2
,

66 0 8
,

4 7 7 1
,

5 9 6 1
,

6 4 6 4
,

6 7 6 8

打
,

5 , 8 3
.

, 0 1 3
,

70 8 5
,

5 7 5 1
,

7 92 0
,

63 5 4
, 4 5 5 2

,

6 0 , 8
,

5 4 1 3
,

7 3 9 7

几
.

6 7 46
,

6 4 9 2
,

4 9 5 7
,

6 29 0
,

70 7 7
,

4 5 2 6
,

5 14 8
,

6 4 6 8
,

6 9 4 1

儿
,

70 4 0
.

6 15 2
,

7 0 3 7
,

6 24 8
,

50 5 8
,

6 , 8 2
.

5 1 6 1
,

7 7 50

翻O
,

5 8 0 0
,

7 5 7 3
,

66 8 2
,

4 , 0 2 , 5 3 6 3
,

5 7 8 0
, 8 16 3

S皿
,

6 0 9 0
,

60 0 0
,

4 6 5 3
,

4 7 6 2
,

4 7 7 7
,

6 6 94

C皿
,

6 78 5
,

5 6 18
,

56 2‘
,

6 3 0 5
,

8 18 5

rs
,

4 56 9
,

54 1 0
,

6 6 8 4
. 7 3 5 1

以
,

4 4 9 2
,

34 2 6
,

6 1 78

居C
,

6 13 7
,

‘0 2 1

廿
,

6 1 8 0

分量表间的相关都是较高的
,

其中
,

与LA 相关稍低
,

但也在
.

4以上
.

和总评分量表的相

关尤高
,

均在
.

“以上
.

所有相关都是极显著的 (P <
.

0 0 1)
.

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
.

(的 同质性信度 : 采用克伦巴赫 (L
.

J
.

Cr 。。。的

公式
:

K 名S r
。 =

—
(卜

—
)

K
一

1 5 是

( K = 侧验项目数
,

S r二某一项目分数变异数 ; 可见各

S 三= 侧验总分数的变异数)

1 2 3 10 0
.

4 3
. =

—
x (l

-

—
) =

.

9 6 3 4

12 2 2 2 6 0
.

3 7

可见量表的同质性信度是很高的
.

2
.

效度 ¹ 选取总量表分的上肠
,

4% (总分 > 326 ) “例作为作高分组
,

选取总分

下”
.

‘% (总分‘ : 8 4) “例作为分组
,

求得两组间的区分指数和通过 ( 即符合) 率
,

结果见表 :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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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各分量表的项目区分指数及通过率

世世世界观观 代代 经济济 感情情 理解解 性关系系 矛盾盾 家 庭庭 闲暇暇 亲朋朋 子孙孙 婚烟烟
管管管管管理理 表达达 信任任任 解决决 内聚力力 活动动 关系系 教育育 总评评

区区分指数数 0
.

!888 0
.

习333 0
.

2222 0
.

3444 0
.

4000 0
.

3222 0
.

2444 0
.

2333 0
.

2888 0
.

1222 0
.

习OOO 0
.

4555

通通过率率 0
.

8888 0
.

7,, 0
.

8石石 0
.

7666 0
.

7444 0
.

了222 0
.

吕!!! 0
.

8333 0
.

6777 0
.

8 333 0
.

, 盆盆 0
.

7444

表 3 高分组与低分组各分量表分间的差异

分分量表
{{{
组另,

{{{
平均数士标准数

}}}
差 距

}}}
t 值值 P

}}}
世世界观观 高高 3 2

.

1 3土 2
.

8 999 7
.

2 888 1 1
.

8 444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4
.

8 5土 3
.

5 333333333

个个 性性 高高 3 9
.

5 3士 2
.

6 444 13
.

4 444 16
.

8 777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 6
.

0 9土 5
.

2 999999999

经经济管理理 高高 3 2
.

8 5土 3
.

0 555 7
.

7 222 9
.

3 777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5
.

1 3士 5
.

0 444444444

感感情表达达 高高 2 9
.

3 6 土 3
.

4 777
一

1 0
.

2222 15
.

0 555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1 9
.

13 土 3
.

6 555555555

理理解信任任 高高 3 1
.

1 3土 2
.

7 222 9
.

5888 14
.

4 555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 1
.

55 土 4
.

1 000000000

性性关系系 高高 3 0
.

0 9 土 3
.

4 888 8
.

6 555 1 1
.

1000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 1
.

4 4 士 4
.

6 111111111

矛矛盾解决决 高高 3 2
.

7 1士 2
.

6 888
·

1 1
.

6 222 16
.

5 999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 1
.

0 9士 4
.

4 555555555

家家庭内聚力力 高高 3 2
.

0 0士 2
.

8 999 7
.

3888 9
.

8 777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4
.

6 2土 4
.

7 333333333

闲闲暇活动动 高高 27
.

5 8士 4
.

4 111 8
.

3333 9
.

2 000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19
.

2 5土 5
.

0 666666666

子子孙教育育 高高 30
.

3 8士 2
.

7 444 8
.

0 333 1 1
.

1 000 <
.

0 0 111

低低低低 2 2
.

3 5士 4
.

6 222222222

11111 高高 3 2
.

1 1士 3
.

8 222 7
.

4 777 10
.

3 222 <
.

0 0 111

亲亲朋关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
低低低低 24

.

6 4 士 3
.

7 777777777

婚婚姻总·

⋯⋯
高高 35

.

2 9土 3
.

1333 12
.

8 222 18
一

⋯⋯
<

.

0 0 111

低低低 }}}
2 2

.

4 7士 ‘
.

1 7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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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亲朋关系和世界观两分量表的区分度稍低

,

其余分量表均达。
.

”以上
,

整个量

表如婚姻总评所表明的
,

区分度较高
.

通过率也普谊偏高
,

这说明这 2 0 6名老人 中的绝大

多数婚姻满意度是好的
.

还可从高分组与低分组各分量表分得的差异来看
,

结果见表3
.

广 可见两组间均有很显著的差异
,

除婚姻总评差异最大 ( t 值最大) 外
,

个性和矛盾解

决的分量表差异亦大
,

上述区分度不够的亲朋关系和世界观两分量表的高
、

低分两组差别

也是很显著的
.

说明各分量表均能区分婚姻满意度某一方面的个别差异
.

º 各分量表与量表总分的相关
,

见表4 .

世世世界观观 帐帐 经济济 感情情 璐璐 性关系系 矛盾盾 家 庭庭 闲暇暇 子孙孙 亲朋朋 婚烟烟

管管管管管理理 越越 能能能 解决决 内聚力力 活动动 教育育 关系系 总评评

相相关系数数 0
.

吕lll 0
.

8555 0
.

? ,, 0
.

8333 0
.

8444 0
.

7444 0
.

8888 0
.

吕戈戈 0
.

““ 0
.

7习习 0
.

了里里 0
.

, OOO

从表4可见婚姻总评与总量表分相关最高
.

这和设计思想相符
.

总评量表一可用作

效度量表
,

二 可用作粗略估计婚姻满意度水平
,

故与总量表分相关最高
.

其余分量表与

总分相关都在 “以上
,

说明各分量表区分度较高
,

整个量表具有一定的效度
。

二
、

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状况 :

1
.

基本情况 : 见表6

表‘ 总量表分及各分量表分的均数及标准差

均均均数及标准差差 单项均值值

世世界观观 28
.

55土 3
.

1888 2
.

8 5555

个个性性 33
.

45土 6
.

4 666 2
.

7 8 888

经经济管理理 29
.

10土 4
.

4999 2
.

9 1000

感感情表达达 24
.

32土 4
.

9 333 2
.

43222

理理解信任任 26
.

, 0 土 4
.

8333 2
.

6 , 000

性性关系系 26
.

12士 4
.

8444 2
.

‘1222

矛矛盾解决决 27
,

6 1士 5
.

4马马 2
.

7 6111

家家庭内聚力力 28
.

6 9 士 4
.

2000 2
.

86 999

闲闲暇活动动 23
,

8 0 士 5 3444 2
.

38 000

子子孙教育育 26
.

39士 4 6 000 2
.

63999

亲亲朋关系系 28
,

0 5士 4 4444 2
.

8 0 555

婚婚姻总评评 29
.

78 士 5
.

8 444 2
.

97 888

掩掩饰饰 19
.

8 3士 5
.

1888 1
.

9 8888

总总量表分分 30 2
.

8 8士 42
.

2444 2
.

7 0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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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结果总量表分均数较高表明大多数老人的婚烟是 比较满意的
.

全体被试中总t 表

分小于平均数者“人
,

占“
.

6%
,

大于均效者 1 11 人
,

占“
.

4%
.

小于或大于平均数一个标

准差的各邹人
,

占12
.

‘%
,

即婚姻满意度较差或很差的以及较好或很好的各占12
.

‘%
.

小

于 l 个标准差的20 人 (占: 7%》
.

小于2个标准差的有. 人 《: 二% )
,

大于一个或2个标准差的

人数比例与之相近
.

基本呈偏向好的一端的常态分布
.

在各分量表中
,

除婚姻总评最好外
,

以经济管理
,

家庭内琅力和世界观三者得分最

高
,

表明这些方面老年夫妇比较谐调
.

闲暇活动和感情表达得分最低
,

性关系和子孙教

育其次
,

说明老夫妻间这些方面的调适还存在一些向班
.

:
.

各分t 表中部分项目的应答情况

下面列 出各分t 表中均值较大和较小的项目各一个或笼
、

, 个
,

并列出其他较饭感的

项目再略加分析
.

(l) 世界观和个性 : 在世界观方面
,

夫妾两人看法一致的较多
,

总平均分较高
,

但有部

分老人不时对某个问题看法不一致
.

个性向题均分中上
,

说明老年夫妻个性主要是谐调的
,

存在间题依次是固执
,

为小事发脾气和罗嗦
.

(2) 经济管理
、

感情表达和理解信任 : 经济管理均分最高
,

一方花钱独断专行的很少

(5
.

, % )
,

隐瞒对方的较少 (11
.

2% )
,

在意谁管钱的也不多 (场
.

4% )
.

感情表达均

分较低
,

对对方的烦乱不安多数是知道的
,

问题在于较多老人对对方为某事抱怨时感到心

烦 (45
.

1% ) 或对方把感情藏在心里 (封
.

右% )
.

理解信任属中等稍差水平
,

觉有事相嘴

的不多
,

但有时误解其好意的不少 (“
.

7% )
.

(3) 性关系与矛盾解决 : 性关系均数较低
,

其问题还有性别差异
.

如对房事不感兴趣者

女多于男 (7‘
.

1% > “
.

, % )
,

比例都较高
.

为对方拒绝性生活而烦恼者州男多于女

(“
·

1% > ,
.

‘% )
,

但比例均不高
.

矛盾解决情况略好
.

(4) 家庭内聚力
、

闲暇活动 : 家庭内聚力得分较高
,

表明大多效老年夫妇家庭内滚力较

强
,

但还有部分老人不愿呆在家中
.

闲暇活动的共同安排存在向题较多
.

仪子孙教育
、

亲朋关系 : 子孙教育的不同方式和观点
,

是不少老年夫妇关系间越的一

个重要来源 (”
.

8% )
,

存在间题略多
·

亲朋关系均效较高
,

膝约有半效的人真正不喜欢

和配偶的朋友在一起这一间题之外
,

认为受对方亲月拖泉的老人并不多
.

盼婚姻总评 : 认为彼此关系比过去差了的比例不高 (“
.

1% )
.

总的情况接近良好

水平
.

三
、

影响婚烟满意度的因素 :

1
.

经多因素方差分析
,

总童表分和被试者年龄
、

性别
、

文化程度
、

原职业
、

现有无

职业
、

离退休
、

原配式再婚
、

个人收入
、

生活来派
、

健康状况
、

是否和子女合住
、

夫套年

龄差等均无明显关系
.

2
.

对各分量表进行多因索方差分析
,

有一些因索对某一分童表有关
,

现分述如上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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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. 部分项目的反应情况 (均值和符合% ) . ,

2 0 .

分分. 衰衰 . 号号 内 容容 均值值
春薯薯

特合合林林 释释
位位异砚砚 肠肠 翻的晚人娜认为级俐口件

...

吕
.

:乞乞 皿【 ,, . 1
.

毛毛 l二二 1
.

‘‘

lllll价价 翻从引价材的比针朋的淞
...

笼
.

1... 权‘‘ IL 盛盛 .爪lll l:::

扮扮扮扮 对于什幻经.
,

什幻姗很
,

我和绷从有相同看法
...

L . 111 l峨笼笼 下L ... ,
.

,, 爪肠肠

性性性
铂铂 侧从非常育翔

,

对事钧常有‘种消极的粉法
...

翻
.

笼吕吕 忍
.

盛盛盛 . 6
.

‘‘ 吕瓜 lll

lllll翻翻 郁的吸人非翻嗽
...

二
.

舰舰 1 在在 4: lll 4几lll 盆右右

111111... 抽常分消和”游气气 】
.

4,, 1
.

‘‘ 月下
.

,, . L III L下下

lllll匀lll 侧从说活, 吹让人心饭
...

笼: ‘‘ l::: 11
.

111 , 氏444 L 444

经经济借理理 臼臼 性龙钱二是独断专行
,

很少和我商盆
...

吕
.

1心心 肠二二二 . 下
.

岛岛 : 1
.

皿皿

IIIII几... 我扭扣盯理谁管件件 :
.

了匀匀 1
.

‘‘ 14
.

111 了肠
.

111 吕
.

‘‘

讹讹讹讹 位《如 郁树我晚嘴自己的拟和支出
...

昌
.

0444 0
.

石石 10
.

了了 . :
.

111 : : 了了

::::: 忿忿 在怎样花肚
,

祝和双场村见
一致

...

1
.

吕333 7
.

‘‘ 口1
.

石石 10
.

000 1
.

000

助助赵赵
111 翔峪说出我爱人什么时候心倩烦乱不安

...

忽吕百百 1: 吞吞 . 1. ‘‘ l肠二二 l二二

}}}}}
二二 我爱人常把自己峪偏滚在心里

...

】
,

盆肠肠 】
.

444 , 氏,, .下
.

000 1
.

石石

}}}}}
””

}
在我爱人

,
”,

,

, 常常“
··

l二 ,, 忍
.

‘‘ 41::: 石1
.

000 皿:::

理理解偏任任
!

,。。

!~ ‘
人“‘,

··

:
.

, 匀匀 ... 10
.

‘‘ 了4
.

‘‘ l‘
.

000

}}}}}
。。

!~
人。”‘《‘ 的好,

··

公
.

1555 1
.

石石 41
.

】】 石: 吕吕 4
.

石石

住住关系系
}

. :::

}二。
, , 。为其”争吵

,

欺艘胜活不协,
··

习
.

0吕吕 0
.

石石 10
.

盛盛 . 吕
.

,, : 石
.

!!!

幼幼幼幼 我已经对房事不感兴趁了
...

1
.

了OOO ,
.

::: 石1
.

石石 二丁
.

444 1
.

石石

,,, ::: 位(娜 有性功能方
.

百的障碍
...

公
.

,吕吕 口
.

‘‘ ,
.

fff ‘,
.

万万 全: 忍忍

肠肠肠肠 我担创杜以在性方百可传对侧法兴趁
...

】
.

吕lll I::: 14. ... 71
.

咨咨 l盆111

lllll弓弓 魏爱人以不拐州试拟鱿胜活位我加你你 1
.

,皿皿 1
.

111 1
.

皿皿 ,】
.

吕吕 l: ‘‘

矛矛翻限限 幼幼 甚至当我承认了借误
,

奴人虾宽扭称称 匀
.

1,, 1
.

000 1
.

肠肠 ,吕
.

吕吕 , 4
.

:::

..... : :

111
我栩城人对匆决我报闷不触见的方式和肺不同

...

盆
.

笼lll 1
.

000 3吕::: ‘I
。

444 笼:::

怂怂怂
皿皿 我舰创组以之闰侧切匡称重

.

相互支特
,,

3
.

1‘‘ 11::: 下,
.

,, 1
.

石石 ...

IIIII... . 《娜 常常私睐在家里
...

】
.

石,, 吕
.

444 皿1
.

444 .‘二二 l: 222

臼臼吸活动动 l公!!! 我积臼认喜欢参加同样类塑的璐乐和社会活动
...

笼二了了 吸
.

‘‘ 的::: 4:二二 吕
.

‘‘

弓弓弓111 侧以吸有足够的时闷或勘和我一起嫂乐
...

1
.

口昌昌 氏‘‘ 石1
.

‘‘ 吕: ‘‘ 4
.

111

刊刊赚育育 翻翻 魏爱人过份触子孙
,

有时从引起争执
··

,
.

‘333 1
.

万万 :盆
.

月月 “
.

吕吕 1氏444

““““ 在我们的关系中
,

看来子荆卜于重要的闭睐派
...

1
.

, ... 习
.

444 4‘... 4⋯⋯ ,
.

444

亲亲. 关系系 lIII 我觉拐我爱人过般住(勿拄拖泉或形响
...

皿: ,, 毛::: l,
.

111 石与
.

000 】1
.

忍忍

lllll肠肠 我夏正喜欢和奴人的目友在代起
...

1
.

, ... ... ‘认III 4?
.

笼笼 :
.

‘‘

婚婚胭总评评 l”” ,

.
人的关;
。, 了

.

}}}
:

·

。。

}}}
1

.

‘‘ l: ::: : 0
.

,, 15
.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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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卜

(l) 世界观 婚姻状况属原配或再婚与之有关
,

后者 (u
二

比
,

, 3 0
.

7 ) 得分较前者

(n
二 一8 5

, : 二 2 8
.

3) 为高
,

差异显著 (p <
.

0 6 )
.

与子女合住者 (。
二
1 0‘

,
. 二

, 8
.

, , ) 较夫妻单

住者 (。
二

“
,

m= ”
.

7 5) 得分高些
,

差异显著 (P<
.

O的
.

(1 1) 个性 : 健康状况与个性有关
,

非常健康者 (n= ”
,

m3 ‘
.

8 9)
,

一般 (.
二 1”

,

, 3 1
.

, 5) 和不够健康者 (n 二 3 ,
,

, ”
.

7 9) 三组个性分有显著差异 (,<
.

。‘)
,

非常健康者

个性谐调最好
,

一般者却最差
.

(川 ) 经济管理
:
夫妻年龄差与经济管理有关

.

女方大于男方最好 (.
二 l ,

,
. 二

:l , l)
,

男方等于或大于女方年龄在 6 岁以下 (。
二

71
, . 二

”
.

1 1) 其次
,

男方大于女方‘岁或以上

的最差
,

三组间差异很显著 (p <
.

01 )
.

( i, ) 感情表达 : 受文化程度影响
.

大学文化程度者 (:
二

”
,

卜”
.

18 ) 感情表达优

于中学文化程度者 (。
二
8 2

,

, ” 2 9)
,

两者差异显著 (, ‘
.

0 5)
.

(v ) 性关系
:
也有类似感情表达情况

,

大学文化程度者 (卜”
, . 二

肠
.

, 8) 优于中学

文化程度者 (。
二 8 2

,

, 24
.

9 4)
,

差异很显著 (p <
.

01 )
.

(, i) 家庭内聚力
:
与夫妻年龄差有关

.

以男方大于女方‘岁以下者 (一”
, . 二

”
.

, .)

情况最好
,

其次是女方大于男方者 (。
二 l ,

,

衅”
.

6幻
,

男方大于女方‘ 岁或以上者 (.
二

B1
,

m= ”
.

2 6) 最差
,

三组差异非常显著
.

(v 1 1) 子孙教育
:
再婚者 (n 二 1 8

. m 二
2 8

.

‘7 ) 此原配者 ( n , 1 8 5
, m 二 2 6

.

1 4 ) 较好
,

差

异显著 (p <
.

05 )
。

健康状态也有关
,

非常健康者 (。
二 2 8

,

m= ”
.

1 1) 最好
,

不够健康者较

差 (n
二

”
,

m= 26
.

” ) ; 健康一般者 (。
二
1 0 3

,

少 25
.

40 ) 更差
,

三组差异非常显著
.

(, 1 11) 亲朋关系 : 与个人收入有关
.

高收入组 (月收入等于或超过 18. 元
。二“

,

m: ”
.

86 ) 稍好于中等收入组 (月收入“ 1至 1”元
, 。二矶

,

, ”
.

3 ,)
,

低收入组 (月收入

14 0元及以下
, 。二 61

,

少 2 6
.

” ) 最差
,

差异显著
.

讨 论

一
、

婚姻满意度调查表的编制 : 家庭
、

婚姻间题是影响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索
,

最

近我国已有少数研究证明 15
.

7
.

81
.

老年人退休以后的主要生活圈子是家庭
,

婚烟是否浦

意对老人生活幸福影响甚大
.

编制一个适用的测量工具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瓜
.

我们所参

照的是国外著名的两个有关量表
.

经结合我国情况编制测试结果
,

表明其同质性信度较高
,

整个量表的区分度较好
,

各分量表与总量表分的相关均极显著
,

说明量表具有一定的信度

和效度
,

可以试用
。

但亲朋关系和世界观两分量表区分度略差
,

全量表的每个项目尚未进

行进一步的检验
,

考验其信度和效度
。

二
、

老年人中试用情况
: 问答回收率不高 (“

.

“% )
,

这是可以理解的
.

可能原因

是问卷内容涉及个人隐私
,

同时不小老人思想还不够开放的缘故
.

还可能有的老年夫妻间

存在问题较多
,

不愿公之于众
。

因此
,

调查所得结果有可能比现实情况偏好
.

此外
,

本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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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被试者属城市老年人中文化及经济收入偏高层次者
,

对这类老人有一定代表性
,

但不能

代表一般老年人
.

就这类老人来说
,

婚姻满意度属较好水平
,

全体被试总量表分的分布基本上呈偏向良

好方向的常态分布
.

就本样本来看
,

如以总分均数为中点
,

则牡
.

7% 被试的婚姻满意度处

于均效加减一个标准差之间
,

很好和非常好以及很差和非常差的各占,
.

7% 和2
.

9%
,

合计

琦
.

‘%
.

这个差的数据比我们 l”3得调查
‘” 的场 % 或常德市调查的2 0%都要低些

.

在各分量表中
,

除婚烟总评作为效度量表与总分相关最高 (
.

, 0) 得分最多外
,

以经济管

理
、

家庭内聚力和世界观三者得分最高
.

这可能表明老年夫妻相处多年
,

对事物看法已趋

于一致
,

对管理经济和家务已较谐调
,

同时家庭观念又较强的关系
.

闲暇活动和感情表达

得分最低
,

表明我国城市老年夫妇还缺少共度余暇的习惯
,

对相互表达真实感情
,

对培育

彼此感情的意义不够认识和重视
.

性关系和子孙教育是得分次少的两个量表
.

本样本被试

平均年龄只有“岁
,

对房事不咸兴趣的平均高达“% 以上
,

这是不正常的
,

可能是受传统

观念的影响
。

这方面的调适对增进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是很重要的
.

子孙教育的不同方式和

看法常是夫妇矛盾的重要来源之一
,

需要讨论解决
.

个性的主要问题是固执
、

易发脾气和

罗嗦
,

值得老年人注意克服
.

三
、

婚姻请意度与被试年龄
、

性别
、

文化程度
、

原职业
、

现有无职业
、

离退休
、

原配

或再婚
、

个人收入
、

生活来源
、

健康
、

是否和子女同住
、

夫妻年龄差等均无明显关系
,

这

是本次调查的一项重要结果
.

而组成本量表的11 个全量表均与总分有高相关
,

说明夫妻间

这 11 方面的调适
,

是决定婚姻是否满意的重要因素
.

对影响分量表因素的分析表明
,

再婚比原配在世界观和子孙教育方面较优
.

由于再婚

人数较少 11 8人》
,

尚不能就此作出结论
.

其可能的解释是再婚老人离婚率较高
,

不合者已

经分手
,

留下的是比较谐调的
.

而原配婚姻有的可能历来就不和睦
,

固考虑子女家庭等因

素而勉强维持其关系
.

健康状态对个性
、

子孙教育均有显著影响
,

都是健康者最好
,

不够

健康者较差
,

一般者最差
.

健康者个性调适
,

子孙教育较有精力是可以理解的
,

不够健康

者是否由于健康不佳
,

无精力参与和坚持己见
,

固而情况居中
,

而一般者既有一定精力
,

又可能不适当地发挥其个性特点和子孙教育方式
.

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
.

夫妻年龄差与

经济管理
、

家庭内聚力有关
.

男方大于女方 6 岁以上对两者都不利
,

男方略大于女方或女

方略大于男方较好
.

这可能是由年龄相近或较大的女性善于理家的缘故
.

文化程度和感情

表达或性关系有关
,

大学文化者较好
.

可能较高的文化素养使之能较妥善地处理夫妻间的

感情表达和性关系问题
.

个人收入对亲朋关系有影响
,

高收人者处理较好
,

这可能是由于

收人较多时侧可方便应酬或帮助亲朋
,

便于调适彼此间关系
.

由于调查人数不多
,

代表

性不全面
,

各分量表分的影响因索尚待进一步探讨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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